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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无机胶凝材料、混凝土和砂浆、钢材、沥青及沥青混合料为重点，分别介绍了这些土木工
程材料的性能和应用，同时还介绍了木材、合成高分子材料、墙体材料以及功能材料等。
教材还介绍了常用的土木工程材料的质量检测试验方法，以及新型土木工程材料的基本知识。
　　本书共分10章，每章除附有复习思考题外，还设置创新思考题，供学生思考和讨论。
　　本书力求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培养创新精神，提高能力，增强素质，为进一步学习专业课以
及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建类、工程管理类专业教材，也可供土木工程专业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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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在与猛兽和大自然的斗争中，由于没有工具，只能住在洞穴里
；旧石器时代，有了简单的工具，人们伐木搭建草棚，居住条件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此时人们仍处于
“穴居巢处”的落后时代。
远在距今4000～10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由于石器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人们以土、木和石等
天然材料为主建设自己的家园。
这时人们主要使用黏土来抹砌简易的建筑物，有时还掺入稻草、稻壳等植物纤维加筋增强，有的甚至
经过烧烤处理。
火的使用，使烧土制品如砖、瓦和石灰等成为可能。
于是，土木工程材料由单纯的天然进入到人工生产阶段。
砖、瓦和石灰的出现被认为是建筑结构的第一次飞跃。
与土相比，砖、瓦和石灰具有更优越的力学性能，其用于房屋的建造，牢固性大大增强，且可以隔绝
潮气。
从此，人们开始大量、广泛地修建房屋、水利和防御工程。
所以说，砖、瓦和石灰的出现是人类建筑结构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长达三千多年的时间里，砖、瓦和石灰一直是土木工程领域的重要建筑材料，为人类文明作出了伟
大的贡献。
混凝土的大量应用是建筑结构的第二次飞跃。
19世纪20年代，波特兰水泥制成后，混凝土开始大量应用于建筑结构。
混凝土中砂、石可以就地取材，混凝土构件易于成型，这是混凝土能广泛应用于结构物的得天独厚的
条件。
19世纪中叶以后，钢铁生产激增，随之出现了钢筋混凝土这种复合建筑材料，其中钢筋承担拉力，混
凝土承担压力，发挥了各自的优点，从此，钢筋混凝土广泛地应用于建筑结构。
20世纪30年代，预应办混凝土的出现，更是弥补了钢筋混凝土结构抗裂性能、刚度和承载能力差的缺
点，因而用途更为广阔。
钢材的大规模应用是建筑结构的第三次飞跃。
人们在17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生铁，19世纪初开始使用熟铁建造桥梁和房屋，到19世纪中期，冶金业
生产出强度高、延性好、质量均匀的建筑钢材，随后又生产出高强度钢丝、钢索。
于是，钢结构得到蓬勃发展，并逐渐应用于新兴的桁架、框架、网架和悬索结构，出现了结构形式百
花争艳的局面。
建筑物的跨径随之从砖结构、石结构、木结构的几米、几十米发展到百米、几百米，直到现代的千米
以上。
于是，在地面上建造起摩天大楼和高耸铁塔，在大江、海峡上架起大桥，甚至在地面下铺设铁路，创
造出史无前例的奇迹。
从建筑结构经历的三次大飞跃可以看出，土木工程材料的技术水平决定着建筑结构的发展。
如今，各种混凝土外加剂的生产和应用，使得高强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高性能混凝土的配制和施
工应用易如反掌，加之钢材与混凝土组合形式的多样化，土木工程材料的内涵不断丰富，极大地促进
了土木工程技术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进步，环境保护和节能降耗的需要对土木工程材料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此，今后一
段时间内，土木工程材料将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1）轻质高强型材料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密度日趋加大，城市功能日益集中和强化，需
要建造高层建筑以解决众多人口的居住问题和行政、金融、商贸、文化等部门的办公空间。
然而现今钢筋混凝土结构材料自重大，限制了建筑物向高层、大跨度的延伸，因此要求结构材料向轻
质高强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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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木工程材料》：高等学校土木建筑专业应用型本科系列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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